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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解放軍曾經陷入
了「兵疲將老」的狀態。而近年來，解放
軍卻悄然展開高層人事變動。北京觀察家
指出，一大批年輕將領相繼走上重要位
置，共和國新一代將領群展現出年輕化、
專業化、複合型特點。目前，「60後」將
領正成為軍界中堅，而科技專家也格外受
到重用。

重視尖端武器科技專家
2010年底升任總裝備部副部長的高功率微

波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國治，就是「60
後」躋身大軍區級將領的第一人。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60後」將軍出現在解放軍總
部、各大軍區和集團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
並開始躋身大軍區級的領導層。眾多從事高
級尖端武器裝備研發的科技型將領受重用，
多位「海歸」少將執掌集團軍。

大學以上程度佔81.7%
現代戰爭拚的不僅是武器裝備，更是

人，畢竟戰爭是由人來打的，有什麼樣的
裝備，就需要有相應人才來使用、駕馭、
指揮這些裝備。房兵向本報指出，人才的
培養對於中國軍隊而言「非常重要」。中國
以前在軍隊建設中，由於人才培養的滯
後，出現過裝備等人的窘境。而近十年
來，中國在軍隊建設中，非常重視加強這
方面工作。
在強調年輕化的同時，近年人事調整對

學歷與專業化的要求也較高。早前有統計
數據顯示，在作戰部隊軍級領導班子成員
中，大學以上文化程度已經佔81.7%，本級
培訓率74.3%，其中有出國留學經歷的佔
10%。
房兵指出，近年來，一支新型隊伍—士

官隊伍的建設力度正不斷增強，中國甚至
成立了以前很少見的專門培養士官的學
校，培養專業化的士官隊伍來駕馭和維護
高科技的新型裝備。同時，中國中高級軍
官的培養都在走一個聯合化的道路，各個
軍種之間加強交叉培養。
楊毅少將建議，未來中國應逐步推進具

有中國特色的職業化軍隊力量
建設，其中應包括維持
骨幹的穩定和人員素質
的提高等方面。

從中國首艘航母建成服役到「殲20」試飛，
從中日釣魚島之爭到南海爭端，從女航天

員上天到索馬里護航和國際維和，隨 中共十
八大的臨近，外界對未來中國軍隊新變革的關
注也日益升溫。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
長楊毅少將向本報表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
大對於中國軍事力量今後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
意義。目前，中國面臨的國家安全局勢是複雜
的、多元的和長期的，而解放軍實際的建設狀
況和能力與其所肩負的任務和面對的挑戰則是
不相稱的。「中國不與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
但要建設一支和中國自身的大國地位和國際影
響力相匹配的軍事力量。」

提高軍隊訓練人員素質
知名暢銷書《大國航母》作者、中國國防大

學副教授、軍事學博士房兵上校向本報指出，
目前，中國軍隊仍是以國土防衛型為主的軍事
力量，在維護中國遍佈海外的經濟利益和全球
華人合法權益的實際能力與需求之間仍有一定
差距，這將是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要
面臨的威脅和挑戰。
知名軍事戰略專家洪源向本報表示，未來中

國需要從一個陸上軍事強國，轉變成一個陸
權、海權攻防力量兼備的國家。而展望中國國
防建設和未來中國軍隊的發展，楊毅認為，今
後，解放軍必須全面提高軍隊的軍事能力，特
別是核心戰鬥力，以應對新的軍事技術和新的
領域方面出現的新挑戰，比如網絡安全、新概
念武器、快速打擊精確制導武器等。
楊毅少將指出，中國軍隊未來要能夠應對包

括釣魚島、南海等在內的各種可能的衝突問

題，要提高快速反應，機動作戰的能力。他建
議，中國軍隊要進一步提高訓練水平和人員的
綜合素質。

二炮常規威懾力續增強
具體到各軍兵種的發展，房兵指出，中國陸

軍正在逐漸由國土防衛型向全域機動型轉變。
他預料，未來陸軍的發展趨勢就是打造一支兵
力投送型的戰略陸軍，即一支數量少、質量
高，且具有很強快速反應能力和戰略機動能力
的精銳兵；而未來的中國海軍，無論是在裝
備、訓練、還是在人才培養方面，都會逐漸更
多地走向遠洋。
沒有制空權，制海權、制陸權都無從談起。傳

統上的中國空軍是一支國土防空型空軍。房兵相
信，未來中國空軍還會繼續增加自己的空中進攻
能力，逐步形成攻防兼備型的空軍。他說，中國
只有具備了軍用大飛機的生產能力，才可能擁有
戰略轟炸機和大型的預警機和加油機，那時中國
空軍才能真正成為一支戰略空軍。
現代戰爭都強調火力戰和遠程精確打擊，而解

放軍第二炮兵部隊的遠程威懾力備受外界矚目。
最近十年來，第二炮兵在保持傳統核威懾力量的
前提下，開始形成以常規導彈為主要打擊手段的
常規打擊能力。房兵判斷，未來第二炮兵可以在
常規威懾力量方面繼續取得長足發展。

將領年輕化「60後」成中堅
專家指出，過去十年間，中國軍隊實現了「脫

胎換骨」式的大跨越，裝備水平正接近世界先進
水平。
目前，中國陸軍已形成以直升機、裝甲突擊車

輛、防空和火力壓制武器為骨幹的陸上作戰裝備
體系。海軍方面，近十年來，一大批新型導彈驅
逐艦、新型導彈護衛艦、新型導彈快艇等陸續入
列，中國製造的海上「鋼鐵長城」蔚為壯觀。
隨 預警機、「殲十」戰鬥機等一批新型戰機

和裝備陸續加入戰鬥序列，空軍形成以新型作戰
飛機、地空導彈武器系統為骨幹的制空作戰裝備
體系。此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潛艇
水下發射核彈道導彈的國家，並擁有陸基機動發
射的固體核導彈。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

少將向本報表示，具體而言，中國軍隊在裝備上
的發展體現為四個方面：其一，武器裝備部分實
現了代際跨越，比如，殲10、殲11B戰鬥機，99G

坦克，04式履帶步兵突擊戰車等裝備都屬於第三代裝備。

武器信息化程度大躍升
其二，填補了某些裝備的空白，西方主要強國有的武

器裝備種類，中國軍隊都已經基本具備。比如，巡航導
彈、無人機、KJ2000預警機、加油機，特別是2011年亮
相的航母和殲20飛機。
其三，一些武器裝備的戰技術指標已經接近世界領先

地位，例如DF-21彈道導彈、DF-31A戰略洲際導彈、03
式多管火箭炮的某些戰技術指標等。
其四，實現了武器裝備的一體化發展，信息化程度有

了大幅度躍升。比如，052C導彈驅逐艦、054A導彈護衛
艦等新型水面艦艇以及一批常規潛艇和核潛艇的陸續服
役，這表明中國海軍的綜合自衛防禦能力有了進一步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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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陸地邊界和海洋邊
界都面臨 相當複雜的情況。」中國國防大學戰
略教研部戰略研究所孟祥青教授曾經發出過這樣
的感慨。專家提醒，目前，中國仍在傳統安全和
非傳統安全領域兩大領域面臨 諸多挑戰，而中
國軍隊目前實際的建設狀況和能力，卻與其所承
擔的任務和面對的挑戰並不相稱。
楊毅少將向本報表示，現在中國面臨的環境是

中國自身在發展，實力在增強，但同時外部對中
國的關注和壓力也在增大。雖然目前針對中國的
傳統意義上的大規模軍事入侵的可能性已經基本
可以排除，但中國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
兩大領域仍面臨 各種風險和挑戰。
楊毅稱，一些熱點問題也還都有可能升溫、

失控，甚至演變成重大危機或衝突的危險，比
如南海、釣魚島。另外，中國的海外利益越來
越拓展，對於海外通道和海外市場的需求越來
越大，軍隊未來在這些方面恐怕還需要更多地
發揮作用。

必須捍衛海外經濟權益
目前，中國正面臨越來越突出的海洋權益和

島嶼爭端，同時與一些國家間在陸上的領土爭
端也尚未解決。房兵向本報指出，雖然這些傳
統安全領域挑戰目前還沒有激化到隨時可能升
級為武裝衝突或戰爭的程度，但對中國而言仍
然是潛在安全威脅。
與此同時，反恐、人道主義救援、大規模災

害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和挑戰，也正在越
來越多的出現。
房兵稱，特別隨 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增

長，以及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經濟也
越來越走向外向型，中國的原材料和產品不僅
來自全球，也走向全球。
「中國在安全方面面臨的另一個更大的挑戰

就是中國遍佈海外的權益如何得到捍衛的問
題。」房兵說。
洪源向本報指出，中國軍隊要適應中國國際

化和全球化需求，保衛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利益
和國家權益。同時，作為一個對世界負責任的
大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維持和平
力量也要蔓延到全球。

應對疆界爭端 部署反恐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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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間，中國軍隊實現了「脫胎換骨」式的大跨越，裝備水平正接近世界先

進水平。隨 中共十八大的即將召開，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內地多位軍事專家指出，未來中國軍隊將是一支能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維護國際

安全的重要力量，在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並使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其中，

陸軍將實現由國土防衛型到全域機動型的轉變，空軍會逐步發展為一支攻防兼備型

力量，而海軍將更多地走向遠洋，二炮將在兼備核和常規威懾力量方面繼續取得長

足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1. 堅持自主創新，軍事裝備發展取

得重大突破，眾多新型軍事裝備

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集中亮相。

★殲20第四代隱形戰機成功試飛。

★中國首艘航母建成服役。

★「井岡山」號兩棲船塢登陸艦

正式下水。

★「北斗」區域衛星導航系統基

本建成。

2. 推進人才戰略工程，培養新型

軍事人才。

★一系列針對軍事人才的優惠政

策出台，人才戰略工程取得重

大進展。

★修改兵役法，提升軍人待遇，

完善軍人各項保障制度，各地

出台新惠軍政策，提升官兵幸

福指數。

★與時俱進，創新軍事訓練方

式，改革軍事訓練，並針對大

學生士兵設計新的訓練模式。

3. 應對新安全角勢，醞釀新一輪

機構變革。

★成立戰略規劃部，搶佔戰略制

高點。

★防護網絡，組建「網絡藍軍」。

4. 加強對外軍事交流，提升中國

國際形象。

★加強對外友好訪問，提升中國

國際形象。

★擴大與多國聯合演習，深化中

外軍事戰略互信。

★中外聯合研製軍事裝備取得進

展，比如梟龍戰機。

5. 多項重大行動維護中國海外

利益。

★亞丁灣護航，中國海軍走向

深藍。

★利比亞撤僑實現海外軍事行動

重大突破。

隨 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
「中國軍事威脅論」近年甚囂塵
上，此起彼伏。軍事專家認
為，未來在中國和平發展的道
路上，「中國軍事威脅論」這
一歪曲和妖魔化中國的「攔路
虎」仍會不斷頻繁現身。但
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勢不
可擋，而中國的和平發展，也
絕不會給任何國家、任何地區
帶來威脅，只會是對維護國際
安全做出貢獻。中國發展得越
強大，世界和平越有保障。
儘管許多西方國家的軍事專家

都承認，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在
整體上比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落
後至少20年，但是「中國軍事威
脅論」卻成為一個時期以來國際

上「最時髦」的說法之一。「中
國軍事威脅論」講得最厲害的，
往往是那些軍事開支最多、軍事
力量最強大的國家，因為他們要
維護他們的絕對優勢，鞏固世界
霸主地位。

趕上潮流 站在前列
空軍指揮學院蘇恩澤少將認

為，「中國威脅論」其實折射
了某些國家不健康的心態，他
們擔心自己的優勢地位喪失，
於是開始找各種借口敲打中
國。對中國軍隊來說，更重要
的是，不要讓這種干擾影響中
國瞄準「世界趨勢」的戰略。
中國軍事最終要跟上世界發展
潮流，站到世界發展前列。

中國越強 世界越有保障

中國軍隊近十年部分重大進展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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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殲-20戰機覆蓋範圍

已遍及整個南海。

■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號今年9月25

日交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新型輪式火炮

實彈打靶演練。


